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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无奈禽兽何
商贩才禽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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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感恩 品味幸福

解决停车难，要共识不要戾气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一夜之间，10余
辆私家车被划——因为停车，瀍河
鑫鑫花园小区出了不少麻烦事：业
主与物业公司闹矛盾，业主与业主
大打出手……为了抢车位，不少私
家车还频繁被划伤。（详见本报3
日A13版报道）

小区停车，怎一个“难”字了
得！不少人都有如此感觉。

如今在不少小区，一到晚上，
小区每个角落甚至消防通道都塞满
了车，稍微大点儿的车就难以进入，
新手开车甚至难以通过。车太多，挤
占了小区居民的活动空间不说，消防
通道被占，隐患就大了。

小区停车难和停车乱象频出
的原因，想分析出个一二三也不
难：小区开发前瞻性不足、停车
位设置不合理、物业公司不限社
会车辆停放、居民公德意识差、
缺乏监管……当然，根子上的原
因也好找——机动车增速太快，超

出小区的承受能力。
车必然是一天比一天多。需

求无限，供给有限，小区停车自然
越来越难。那么，问题怎么解决？

业主与业主大打出手，业主与
物业公司势同水火，因为停车纠纷
划别人的车，下班赶快回家占个车
位……这些做法，显然都不能解决
问题。

说实在的，一个问题能被称作
“××难”，本身就说明此问题是长
期存在的，又是棘手的，根本没有
什么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

就像在生活中我们常见的
一种现象是，面对停车纠纷，业
主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业委会
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即使
求助于职能部门，也不一定有啥
好办法。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
停车难，改造小区公共用地不治
本，甚至增加停车位也不治本，治
本之策在于凝聚人心，形成共识。

假如像报道中提到的那样，获

得车位的办法甚至是“谁厉害谁
得”，无疑很可怕。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我们都
不愿生活在一个“流氓意识”弥漫
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守规矩
者、与人为善者的合法权益必然不
断受到侵害；如要享受自己的合法
权益，就也要变得自私、无理性、无
原则，甚至以暴抗暴。

同理，谁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
充满戾气的小区——在外忙了一
天，回家停个车，还要比比谁的膀
子粗，比比谁敢下狠手划车。

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业主与
业主之间没有妥协与共识，小区管
理必然走向恶性循环，小区停车难
问题也永远难有根治之策。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11年前，宜阳姑
娘姚丽萍多次致信郑州市民政局，
呼吁帮助盲人关金平。这一举手
之劳，被关金平铭记在心，他又是
代充话费，又是送钱送物，还为小
姚的婚事拿出5000元钱。（详见本
报4日A06版报道）

纵使只是举手之劳，纵使已相
隔十余载，但关金平没有忘记，而
是用一个盲人的一言一行，诠释着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一古训的
现实内涵。

即便是在频频提笔相助之际，
姚丽萍也没有把这当成多大的事
儿，甚至后来渐渐把这件事忘了。
但不可否认，正是她一次又一次地
写信，一次又一次地呼吁，才让关
金平有了上盲人学校的机会，习得
了养活自己的本领。

凡人善举，往往就在举手投足
之间。助人者未必求回报，然而，
一句真诚的感谢，就能让助人者感

到有所值，也能感染旁观者，并激
励更多的人。

学会感恩，才能咂摸出幸福
的 味 道 。 感 恩 ，不 是 什 么 大 道
理，无须历尽千辛万苦，也无须
付出多大代价。就像关金平那
样，一袋红薯是感恩，一包花生
是感恩，一袋粉条也是感恩。只
要懂得理解与尊重，懂得真诚与
信任，面对别人的帮助也好，批
评 也 罢 ，一 句 发 自 肺 腑 的“ 谢
谢”，就很有意义。

□冯保萍/文 美堂/图

【新闻背景】5月4日上午，故
宫翊坤宫，一男性参观者徒手击碎
正殿原状展室一块窗玻璃，致临窗
陈设的文物跌落受损。目前，他被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详见本报今
日B01版报道）

我们不由得想起两年前那个
“故宫大盗”石柏魁，此人也是打碎
了玻璃后行窃的。这就让人疑惑
了，这些有保护文物安全功能的玻
璃，怎么如此“不堪一击”？

再想一想，经不起游客一拳
的玻璃，要是遇上觊觎国宝的大
盗，又该如何？

按常理来说，故宫的安防系统
和设施应当是固若金汤的。就在
不久前，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表示，
经国务院批准后，“平安故宫”工程
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想
来，该工程也是花费不菲的。

可是，一块玻璃都这么不结
实，谁还能指望有一个实实在在的

“平安故宫”？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闻背景】在福建省漳州市南靖
县，两名被当地镇政府雇来负责无公
害处理病死猪肉的工作人员，将捡来
或以几毛钱一斤买来的病死猪，私
自屠宰后，运往湖南、广东等地，最
终流向了餐桌。短短3个月，两人竟
卖出近40吨病死猪肉。（5月5日《潇
湘晨报》）

“羊肉牌”老鼠肉，“放心牌”病死
猪肉……各种坑蒙拐骗，各种丧心病
狂，在脆弱的食品安全领域上演。要
不是公安部的专项行动，这些存在数
月甚至数年的潜规则可能还将持续
下去。

有一点是肯定的：专项行动解决
不了常态化的问题，而肉制品质量
安全失守的根源，在于事前的监管
无下限。

所谓商贩的禽兽不如，是资本天
性的极端表达而已。然而，两个职能
部门的“临时工”，短短几个月，竟然成
功突破食品安全层面的重重防线，将
病死猪肉“火速”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
上，这究竟是作奸犯科者的“神奇”还
是“看家护院”者的不作为？

问题直指诸多可疑的环节：一者，
病死猪肉收购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种产
业？在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相关人
员直言病死猪处理其实“无人监管”。
这让人联想起“奇幻漂流黄浦江”的2
万多头死猪，从去年开始，嘉兴市政府
严厉打击了收购死猪的贩子，转过年
来，当地存栏生猪大批死亡时，就只有

“一江死猪向东流”。这中间隐藏了怎
样的实情，耐人寻味。

二者，猪肉质量监管链条何其薄
弱？当记者就如何堵住病死猪肉流入
市场的漏洞，询问漳州市农业局蓝武
汉副局长时，他拒绝介绍堵漏洞的措
施。从生产部门到流通部门，从交易
部门到监管部门，唯有产供销一条龙

“合谋”，才能让死猪“起死回生”。
据说很多地方猪肉供应都能数码

扫描了，深蓝色的放心肉印戳更是早
就遍及神州，技术环节的创新、监管环
节的精细，都抵不过执行者的不作
为。只要有一个环节较真，这些问题
肉就不可能招摇过市。

好在前几日，最高法院出台了《关
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食品安全治理，
终于承认了乱世用重典的逻辑。问题
是，小概率的案发与问责，能否真的杜
绝问题肉的此起彼伏？暴利当前，商
人最懂得计算投机风险。

病死猪肉，就这么顺顺当当地换
了银钱，流入消费者的胃肠，怨愤也是
枉然。也许这则寓言再次证明一个浅
显的道理：先是制度无奈禽兽何，后才
有商贩禽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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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的玻璃不该这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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